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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 
言

逍遥游毕亚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肖 廉

我不知道该怎么称呼他才好。他没有官职，没有职称，甚至没有公职因

而也就没有单位。但称呼他什么的都有：老毕，老师，教授，历史学家，地理

学家，人文学家，旅游学家……他最近一次应邀参加一个会议，他面前桌

上摆的牌子上赫然写的是“新疆大学教授（因为他的确给新疆大学讲课）”。

他赶紧声明：“我不是新疆大学的，更不是教授。叫我‘叫兽’，我倒可以承

认——我只是一只会叫唤的野兽。”立刻获得个满堂喝彩！参会者的精神为

之一振，马上全神贯注地听他“叫唤”起来。

他忙得很，整天到处（包括外省区）讲课，参加评审、论证等会议。主

要是讲课。但你又不能说他是教书匠，有书的教书匠谁都会当，而他讲的课

没有现成的课本，甚至他也没有像样的讲稿。他所讲的内容都在他脑子里

装着，讲什么因听课人的需求而定，全靠临场发挥。他讲的时候口若悬河，

听得人目瞪口呆，这么鲜活、这么生动、这么引人入胜的课，没有一句空话、

套话、废话、官话；他的课中不仅有从来没听说过的知识，还有很多典故，

笑话。

他讲的内容都与旅游有关。

我们可以说“旅游无学”，因为这是一种新兴的行业，中国人听说“旅

游”这个词不过20多年的时间，根本就不大可能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，

所以说“无学”。旅游这个行当所涉及的学科范围极其广泛：地理，历史，考

古，民族，民俗，宗教，名胜古迹，风土人情，逸闻趣事，风味美食……人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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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所涉及到的它都能涉及到；人类学所涉及不到的它也能涉及到。比

如，人类学大概不研究喀纳斯国家级森林公园里西伯利亚泰加林中动

植物的种类、库车神秘大峡谷的成因之类的问题，但一个好的导游你

得给游客说出个子丑寅卯来。不懂了吧？找毕亚丁啊！我敢说，对于新

疆的旅游资源，没有人比毕亚丁了解得更清楚。所有开放的景点以及没

有正式开放的景点他不仅仅都去过、看过，而且都研究过。所以，有的

大学要开设旅游专业就请毕亚丁当客座教授；有的旅游公司要培训导

游员就要邀请毕亚丁去讲课。因为他没有竞争对手。他是稀缺的甚至是

唯一的人才。

但我更愿意称他是个鬼才。比如，人家都讲“新疆是个好地方”，

他不。他给人家讲课的题目是《新疆是个“鬼”地方》。然后逐一列出

新疆“鬼”在何处。“鬼”就它的本意来说是个令人恐怖的贬义词，但

它还有多层意思，比如聪明过人、智慧超群、不同凡响、与众不同等。

毕亚丁本人具有前两层意思，而他讲的新疆旅游资源课又的确是后两

层意思。

我与毕亚丁可以说是忘年交。他小我16岁，但我们长久以来无话不

谈。初识毕亚丁是在30多年前。他从中央财政金融学院毕业先是在奇台

农场接受再教育，然后分到乌鲁木齐一所中学当语文教师。刚好我从另

一个农场劳动改造回来也在那个中学当语文教师。那所中学很大，有19

个语文教师。本来领导上决定让他当教研组长，这是他的才干、人缘儿

以及学历等条件决定的。但此君是个既不愿意接受别人领导又不肯领

导别人的人，他死活不干，于是这个差事就落到了我的头上。教研组长，

是我这匹骆驼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“挂掌（长）”，是我这辈子当的最

大的也是唯一的官儿。起因皆是这个“可恶的”毕亚丁。

我那时还不到44岁，他就开始叫我老太太了。也难怪，我刚从农场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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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来，脸晒得黢黑粗糙，两手皴裂，穿一身灰不溜秋的列宁装，脚上是我自

己亲手缝制的黑条绒松紧懒汉鞋，活脱脱是个庄户家老年妇女。毕亚丁一叫

我老太太，立刻得到全体教师的积极响应，甚至有的学生在背地里也叫我

老太太。这一叫就是30多年，你说我怎么能不老！

那时他很年轻，和高中生一起打篮球、排球，你根本分不清哪个是老

师，哪个是学生。

他给人的最初印象并不好，嘻嘻哈哈，大大咧咧，极不严肃，没个正形

儿。由于他身材伟岸，仪表堂堂，还给人个花花公子的感觉。

时间长了才知道，这人很正派。由于他风趣幽默，笑口常开，似乎生来

不知愁滋味，所以大家都愿意接近他。据我所知，当时最少有3位美女为之

神魂颠倒。但他却不为所动，一味地装傻充愣，仿佛是个情窦未开的大男孩

儿。不好色，不贪财，为他赢得了好名声。我想起了马克思那句名言：“严肃是

掩盖灵魂缺陷的一种伪装。”一个灵魂没有缺陷的人要那么严肃干什么呢？

其实他就是个天真烂漫的乐天派。即使在奇台农场那种物质与精神生

活极其贫困，足以使人沮丧、消沉乃至抑郁的环境中，他也能找到乐子。他

和伙伴们收养了一只小黑狗，起了个日本式的名字：犬养黑男。此黑男虽为

“犬养”，但却对主人很忠诚。此其一。

其二。农场的老鼠（应该是田鼠）硕大凶猛。他抓来一只，放进煤池

里，又找来三只猫，也放进煤池里。结果那一只老鼠把三只猫咬得嗷嗷乱

叫又无处逃窜。旁观者们就围着煤池哈哈大笑。这种恶作剧虽然残酷了些，

但三只猫败在一只老鼠手下，的确是创造了一大新闻。若干年后他跟我说起

这件事的时候依旧笑得非常开心，像个几岁的孩子。这个毕亚丁，总能给人带

来快乐！

后来我落实政策回到了报社，他也被调到了新成立的旅游局当了一名

宣传干事，整天在各旅游景点转悠，拍拍照片，写写文章，很是得意了一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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子。就是在那个时候他爱上了旅游这个行当。但他还觉得所处的环境

不理想，不自由，不能充分发挥他的潜能。于是辞职到一家旅游公司当

经理。他从在旅游局供职到自己当经理这段时间里，出版了好几本书

（有的与人合作），如《全新新疆游》（香港版）、《纵横新疆游》（台湾

版）、《走遍新疆》、《游遍新疆》等，因此人气大增，很多人到新疆旅

游都先买本毕亚丁的书来当导游。于是区内外旅游界不断有人请他讲

课。干脆，他经理也不当了，当个名副其实的自由职业者，写书，讲课，

讲课，写书，岂不逍遥？

他自己说，这辈子干得最出色的就是讲课。我说他是“狗掀门帘

子——全靠那张嘴”，就叫他“嘴力劳动者”。

毕亚丁最大的特权就是自由。他就像大草原上的一棵草，自由自在

地生长，开他所想开的花，结他所想结的果，活得那叫一个潇洒！

还是那句话，我不知道怎么称呼他，就叫他逍遥游毕亚丁吧！

注： 1.本文原载于2006年4月20日《新疆日报》第九版。

     2.作者肖廉，新疆日报资深记者，新疆著名作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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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错，凡是来过新疆并游过新疆的各方人士都说新疆是个好

地方，但是我却说，新疆是个“鬼”地方！

新疆广袤的土地上，地势跌宕起伏，地貌奇异瑰伟。海拔

8611米的世界第二高峰——乔戈里峰，和海拔－154.43米的世界

第二洼地——吐鲁番盆地的艾丁湖，俯仰相瞩，而它们的高度

差，竟然是8765.43米！

“早穿皮袄午穿纱，围着火炉吃西瓜”曾是一句形象、贴

切地反映新疆气候特点的名言，几乎家喻户晓。而极端最高气温

49.6℃的全国第一热极——吐鲁番，和极端最低气温达零下51.5℃

的全国第二冷区——可可托海，两地距离不足千里，温差却达

101.1℃！

仅仅上面两组“魔鬼数字”，是否已经很能说明问题了呢？

新疆的“魔鬼城”，中外闻名，您肯定也听说过，甚至游览

过。有很多游人来新疆，不仅一定会去游览“魔鬼城”，还有许

多“好事者”欲在里面过夜，要体验一下“城”中究竟“鬼”到

什么程度。但是您知道吗？新疆可称为“魔鬼城”的“雅丹地

貌”，遍及天山南北，如楼兰遗址附近的“龙城”，准噶尔盆地东

我说，新疆是个

“鬼”地方

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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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的“五彩城”……其中面积最大而又较易于游览的当属奇台县北

的诺敏魔鬼城，它比名气最大的克拉玛依市北的乌尔禾魔鬼城还大

7倍。

曾有人采访过狂风大作夜身居“魔鬼城”而吓破了胆儿的壮

汉，那夜最恐怖的声音是什么？是鬼哭，还是狼嗥？答曰：是身前

身后一个女人的阴森森的笑……

新疆还有许多以“怪”字命名的地名和物名。像博乐市东北

部的“怪石沟”，连绵十余公里的沟谷中竟几乎没有一块岩石是完

整平滑的，好像万千石匠在一声号令下一齐动手，在大大小小的石

块、石岩、石峰上分别凿出了几个、十几个、几十个圆不圆、扁不

扁的窟窿，不成序、不成行，光怪陆离，千姿百态，万般风韵。

还有如温宿县北天山脚下的“神木园”——“怪树园”，一怪

在附近一带多为不毛之地的戈壁滩，唯这里突兀一小片郁郁葱葱的

天然绿洲；二怪在这片绿洲中长满了奇形怪状的古柳，或仰或俯，

或曲或直，虬枝盘曲，姿态万千；三怪在山丘上涌出一眼“圣人

泉”，不仅滋润全园，而且据说饮之可袪病强身，四方各族群众不

辞百里行旅之艰，取水者接踵不绝于途……

天山、阿尔泰山间草原，历来令人神往，但每年5~6月间遍地

的鲜花，这片几乎是白色，那片大体一片金黄，或绵延无尽的玫瑰

红的赤芍，或一眼望不到头的火红罂粟……鲜花怒放也依循着“团

队精神”，几乎没有杂色——您说怪也不怪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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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于“喀纳斯湖怪”、“瑶池水怪”等传说，那就更多了。您大概听说过遍布全球近百个国家的“麦田圈”奇观吧？田野里、荒滩上、雪地中由不明原因造成的各种各样有规律、体现高超智慧水平的奇异图案，统称为“麦田圈”。说不清是鬼斧神工还是天外景物。但最近有专家发现，遍及北疆各地的、两三千余年前的古代塞人等的石堆墓之形状，竟与“麦田圈”的图案极其相似！这一奇异景象，在青河县三道海子一带尤其容易观察到，并已引起海内外学术界、旅游界等的广泛关注。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
说到这里，大家可能发现，我上面讲的几乎很少涉及新疆旅游的热点，如天池、吐鲁番等。对。但这并不说明，这些地方就没令人称奇道怪之处。天池北岸有一棵古榆，就长在岸边，但天池水量再大，也从来淹不到它的根部……吐鲁番每年气温35℃以上天数可达百天，但当地人却普遍晒不黑，长寿老人、百岁老寿星还非常多……天山南北，古代丝绸之路遗址多彩多姿，同样留下了数不清的千古之谜。

楼兰古国兴盛一时，但为什么很快衰败、灭亡？专家们意见不一。百年前斯文·赫定的向导于得克（奥尔得克）发现的“楼兰遗址”，究竟是不是“楼兰王国都城遗址”？不少学者仍有怀疑。遍及北疆草原的石人，绵延于阿尔泰山、天山、昆仑山的岩画，这些艺术品的主人是谁？其内容无论狩猎、征战，抑或生殖崇拜，传达给后人的究系何种信息……也是学术界无尽的话题。
新疆各地的维吾尔族，不仅服饰、歌舞、婚葬嫁娶等习俗各具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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色，在一些地方，就连语言也大相径庭。比如，至今罗布泊附近的

尉犁、若羌及和田地区洛浦县的维吾尔族“罗布人”，他们的语言却

是其他地方的维吾尔族人听不懂的。他们讲的是“罗布语”，而他

们自称是“琼库勒人”（大湖人）。

壮丽迷人的阿尔泰山喀纳斯湖畔，生活着蒙古族“图瓦人”。

他们习蒙古文字，讲突厥语言，住木屋，只牧牛马不牧羊，信奉藏

传佛教而生产、生活中却又多萨满教遗风……

同是游牧民族，您如在帕米尔高原的柯尔克孜族牧民家就餐，

千万记住：要留些食物或奶茶，最后端给女主人或年龄比您小的这

家成员——这样主人会很开心，因为您懂礼貌。但如在天山、阿尔

泰山中的哈萨克牧民家中吃饭，您可无论如何也得将您的食物吃

光。曾有外地朋友先去帕米尔，又进天山，结果在哈萨克人家也将

食物留下些端给了女主人，惹得主人一家十分不快——因为这在哈

萨克人眼中是十分无礼的举动。

曾有多位外地记者采访过我同一个问题：新疆旅游的“卖点”

是什么？哪里是新疆最美的地方？我回答：没有。新疆旅游没有

“卖点”。新疆的“卖点”就是——新疆！因为，这片占中国1/6

的土地太神奇了，没有哪一处景区可以代表全疆，也没有哪一个景

点“超过”别的景点。换句话说，您找不到哪里是新疆最佳的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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处，因为新疆处处是风光佳胜之地。要想真正了解新疆，您只

有——走遍新疆！

您说，新疆是不是个“鬼”地方？

最后，我还要谈到古往今来，痴迷于这方热土的人。

自张骞“凿空”，细君公主、解忧公主相继下嫁乌孙王之

后，汉武帝、唐太宗……历朝历代都派遣大批戍边将士、屯垦

田卒开赴西陲。那么，究竟有多少中原健儿依恋于斯、终老于

斯，而他们及其后人又有多少融入了西域——新疆各部族、民

族血统之中，2000余年来，谁，又数得清呢？

至今，您还会听到清代湘军的后人自豪地说：“我们的先

人，是随文襄公左宗棠进疆的！”

兵团老战士更会骄傲地告诉人们：“我们是王震将军的部下!”

另外，2000多年来，也数不清有多少文人骚客用他们的生

花妙笔讴歌西域，赞美新疆。他们，或是投笔赴西域，或是从

军奔边关。还有许许多多有才华、有抱负也有作为的人士是被

充军发配到这里来的，比如说，唐代著名边塞诗人岑参两度来

西域，在北庭大都护府帐下任职；清代名震中外的民族英雄林

则徐，是因为禁烟、销烟而被发配到了新疆……他们的经历，

他们的遭际，颇多苦难艰辛，但是，在他们的诗词歌赋中，少

有怨艾，而依旧充满着对这片土地的深爱、神往……

还有，近几十年来，数不清有多少如笔者一样的“老新

疆”，他们曾跺脚下决心，携家带口回归了故里，但往往没过

多久，却又携家带口回归了新疆——他们和他们的儿女，已无

法适应故乡的氛围气候、生活条件了！或换句话说，新疆有一

种无法抗拒的魔力，他们和他们的后人，又无可奈何地被拉了

回来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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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身不由己回到了内地的许多人，比如纪晓岚、林则徐，等

等，我敢断言，一直到走完一生、撒手西归的时候，他们的新疆

情结，依然是无法彻底解开！

如果说，新疆的自然风貌如鬼斧神工，新疆的千古之谜是

鬼神难测的话，那么，2000多年来，流连于新疆的中原、内地的

“新疆人”，他们对新疆的讴歌眷恋，深爱痴迷，就只能用4个字高

度概括——鬼使神差!

所以我说，新疆，是个“鬼”地方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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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国的《山海经》和欧洲有关古籍中，不约而同地都记载着，

在阿尔泰山一带，远古时期曾活跃过“独目人（一目人）”、“穷发

人（秃发人）”。而那些人究竟是什么人，是戴了什么样的面具或

是头饰把自己装扮成那种可怕的模样，已经没人能说得清楚了。只

是有一点，那些人长相与众不同，却是不争的事实。

据考古挖掘发现，大致在7000余年前，天山南麓罗布泊沿岸一

带便有了原始人类的活动踪迹。而到了约4000多年前，在这一带，

生活着一种颅骨狭长、鼻根深陷、眉弓突出、前额宽大、须发蜷

曲、皮肤白皙的原始欧罗巴人。这是已知的那一带最早的居民。而

到了2300余年前，在同样的地方，同样是欧罗巴人种，却变成了长

颅骨，高狭面，鼻隆起，发浅色，与现代地中海东支欧洲人种差别

不大的白种人，而与那些约3000余年前便活跃在阿尔泰山、天山、

昆仑山乃至整个中、南、西亚的，被中外史籍称为“塞人”、“塞种

人”、“允戎人”、“释迦人”、“萨迦人”等的白色人种，外貌体征大体

一致。这一时期前后，在今天乌鲁木齐南郊的阿拉沟，更是先后

出现了3种体形差异明显的欧罗巴人种，他们应来自欧洲的不同地

域。您瞧，有意思吧？

嗨，扑朔迷离的远古人类大迁徙！

在欧罗巴人种来到这里之后，不同族源的蒙古利亚人种——黄

色人种：羌人、戎人、氐人等，也辗转进入了现在被称为新疆的这

片土地。在东部哈密地区，宽脸盘、细长眼、高颧骨、黄皮肤的蒙

古利亚人种，占据着数量上的优势，而在西陲伊犁河流域一带，却

是深目高鼻的白皮肤塞种人明显居多。这两大主要人种经过长期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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